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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回归统编教材，梳理主干知识，
把握阶段特征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虽然没有提到历史知识，

但其是以知识为依托的，所以构建知识体系非常重

要。掌握必备知识才能让考生拥有“思维可以纵横

驰骋的通道”和“开阔的分析历史问题的视野”。

教材是最大的备考资源，同学们可以通过翻看

教材，绘制时空坐标，建构时空观，将各个历史时期

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轴上一一呈现出来，让中外

历史在时间轴上“碰面”，并能厘清逻辑关系，认识

每个阶段特征。当然，考生也可以选用制作表格、

思维导图、结构图等方式进行史实的梳理。

第二步：提炼复习专题，构建史事联系，
形成历史认识

历史学考备考时间有限，不太适合做古今中外

跨越的大专题，考生可以用小专题的方式提高复习

的效率。小专题的特点是切口较小，涉及内容相对

较少，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掌握薄弱的内容，适当地

跳出教材的布局，做好对知识的整合、归纳和构建。

如，有的考生在做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的试题

时发现，自己对各时期的农具发展不清晰，则可将

这类知识整理成小专题——中国古代农具的发展；

在复习资本主义发展板块中，提炼出“各国法律文

献”“世界格局的发展历程”等一系列小专题。在整

理小专题的过程中，考生可以提升历史解释等核心

素养。

第三步：进行专项训练，分类精选试题，
提升历史思维

进行一定的试题训练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

地追求数量与速度，而应重视练习的精度与准

度。考生要抓好错题的反思，总结解题方法和解

题策略。尽量做到做一道，理解一道，掌握一部分

知识，从对某一道题的思考过程升华出一种科学

的思考方法。考生要综合、全面地看待历史事件

的发生、发展，分析评价一个事件要放在特定的历

史环境中。这样核心素养中的正确价值观念也就

孕育其中了。

考前，考生还要训练自己在给定时间范围内，

在较为紧张的状态下，快速准确地将题目答完；要

关注正确解读、充分利用给定材料（尤其是文言文

材料）的能力，以及概括和比较的历史分析能力；要

注重历史学科答题书面语言表述的规范要求。

通过以上三步，考生就完成了课标“学业标准”

中的“掌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史事”“了解历史

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

律和大趋势”的要求。考前一个月，希望同学们脚

踏实地，运用科学的方法扎实备考，满怀信心迎接

考试。

调整心态 高效备考

经过这一年的化学学习，初三生已经学会从“常识

地”看世界到“化学地”看世界。从书本到生活，化学与

考生的距离远比想象的要近很多。可能繁重的复习任

务会压缩化学的复习时间，那么请考生一定重视化学课

堂的学习过程，认真对待课堂上布置的任务，动笔落实，

用好化学课的每一分钟。

知行合一 夯实基础

初中是化学学习的启蒙阶段，涉及大量的工具性知

识。化学用语、物质俗名、核心物质的性质和用途、化学

反应基本类型、常见化学方程式书写和计算、八个基础

实验等相关基础知识，在记住的前提下，考生要能熟练

默写出来，最好能自己构建绘制知识结构图，增强知识

间横纵向的联系。学考试题关注对基础知识的考查，但

考查的重点不是放在具体知识的简单记忆和再现上，而

是置于情境中运用，所以需要考生多加练习，以各区模

拟考试的相关题目为载体，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对基础知

识进行巩固。

教材是学考出题的依据之一，考题会借用教材情

境或者引用教材中原型实验，所以考生要沉下心来有

计划翻阅教材，不仅看教材正文，还要关注插图、资料

卡片、练习应用。翻阅时做好标注，以便加强记忆和

理解。

聚焦实验 精准作答

从近几年的化学真题来看，学考更加注重实验的

考查。一方面重在分析推理，如对实验现象分析推理，

获得实验结论，或者分析实验结论，寻找支撑结论的证

据（包括事实、现象、数据）等，建议考生要认真厘清实验

目的、原理、装置、操作、现象和结论六要素之间的关系，

进行有逻辑地推理，避免经验思想；能否用严谨、规范的

语言表述，也是实验考查的重点，建议考生重点训练“实

验目的（结论）表述”“解释分析”“补全实验方案”等题

型，克服只看不写或简写的习惯，运用老师讲解的表述

方法，采用“对比”眼光查找自己书写的内容和参考答案

的差异。

重视错题 有效落实

在复习过程中，考生要注重错题。在老师讲评题目

时，考生要用红笔在题目旁进行注释，如解题的切入口、

参考答案、应用的思路方法等；同时，错因分析要“书面

化”，体现自己的思考过程，然后找 2至 3个同类型问题

进行反馈纠正，做到改错有实效。考生可以把带有注释

的错题裁剪下来粘贴在笔记本上，按照题型和专题进行

分类整理，如选择题、生产实际分析题、基本实验及其原

理分析等。一个错题集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考前宝典，

建议考生在学考前一周把整理的错题复盘，可以原题重

做，再次回顾和反思。总之，对于错题，考生要及时改，

及时析，配套练，常复盘。

重视基础知识

知识点不是第一位的，却是复习的第一步；基础

知识是考生成绩的底线和底气。道法学科提分最简

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夯实基础知识。复习知识点要善

于总结重点，考生可以八年级（特别是八下）和九年级

上册国情国策部分的核心知识点为主要突破口。因

为道法试卷中九年级知识占比最大。另外，默写知识

点的效果要好于单纯背诵的效果，默写有利于知识点

的精准落实。

有效做题提升得分率

充分用好各区模拟题和历届学考真题，考生可通

过有效做题和建立错题集的方式提高分数。

1.建立有效做题程序
提高选择题正确率，熟练掌握做题方法很重

要。第一步，考生可先确定选择题题干设问性质和

代词指向语句，圈画出选择正确选项还是错误选项，

防止错选。第二步，考生可用排除法去掉错误选项，

注意这里要标画出选项中的错误，确定错误原因，比

如首先排除太绝对选项，其次是知识性错误、主题不

对应、逻辑性错误、三观常识性错误等，最后剩余无

法排除的选项，需要根据已给材料进行对比。第三

步，选项和题干连连看，考生可找出题干每句话的主

谓宾（即谁做了什么），并标注知识点，对比剩余无法

排除的选项，看哪个选项能直接体现和概括题干语

句，从全局把握材料体现的知识点，防止错选表述不

完全的选项。

主观题主要是练习审题（设问和材料）、梳理答

题思路，力求知识点准确全面，逻辑层次清晰，结合

材料紧密。练习审题的步骤：第一步，审设问，审清

设问角度、知识点、知识性主体和要求（分值、结合材

料、任选……），把握好答题方向；第二步，逐句分析材

料、标画关键词、标注知识点，主观题得分的关键在于

结合材料准确表述知识点。

答主观题时，考生可以先简单列出答题思路的思

维导图，再把从材料中获取的知识点和联想到的知识

点按照逻辑思路写出来。这个梳理答题思路的方法

同样可以用作老师讲评大题之后或自批自改大题后

的改错整理。另外，考生还可以通过做各区模拟题，

归纳总结相同背景材料下不同的出题角度，以及不同

题型的答题规律。

2.建立选择题改错机制
考生可以用活页本剪贴错误选择题，圈画出错误

选项中的错误语句，重点注明错误原因，并且将错误

选项改成正确表述。同学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对易错

易混知识点进行辨析，强化知识点记忆，掌握常见错

误的类型，把常见的太绝对词语、易错易混小知识点

进行积累。此外，考生还可就题目进行知识的延伸复

习，列出与题目相关的知识点及其内容，达到由点及

面的拓展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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